
驀然回首：
享受研究的獨特境界

呂教授二十多年來一直從事中醫藥治療類風濕關
節炎的研究，他曾師從「國醫大師」朱良春老先生
研習內科雜症診治。為了進一步弄清楚類風濕關節
炎的西醫病理學、分子免疫學機理，他先後在美國
俄亥俄州立大學細胞生物學實驗室進修、瑞典隆德
大學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做博士後，他也到過香港科
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做訪問學者。
「我原來做的更多是基礎研究，當時基礎研究

面臨很大的問題就是不容易應用出去，於是我又
去做一個企業，搞產品研發。中醫藥基礎研究在
動物身上做，產品研究也在動物身上做，根本無
法解決中醫個體化醫療的根本問題，所以06年我
跟中醫科學院名譽院長王永炎院士創立中醫臨床
基礎醫學研究所，主要用臨床方法來研究中醫診
斷的問題、中醫干預療效評價的問題。」
中國人文大師王國維曾指出，古今之成大事

業、大學問者，必經過的三種之境界：「昨夜西
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
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以及「眾裡尋他千
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呂教
授告訴我們，他這麼多年做研究也經歷過相似的
感覺：「我在基礎所當所長的時候覺得研究很容
易做，甚至經常覺得，事情已經做完了沒有什麼

可再做的事情。當所長後期我又發現什麼都沒做
好，覺得中醫研究太難了，我不睡覺也做不好。
做企業的時候，我發現最大的問題是如何體現中
藥產品的科技水準和提升中藥產品的科技含量，
目前中藥產品在提升品質、作用原理和體現中醫
診斷特色等方面應該有不少上升空間。現在做研
究只關注最重要的一、兩個問題，同時也是最感
興趣的問題。」
「現在做研究不覺得累，因為是你的興趣所

在，屬於一種忙而不累的境界。」
呂教授坦言，學中醫的人必須是更加刻苦更加

聰明的人，「中醫學院的學生要學中醫還要學西
醫，目前對病人需要一個基本的西醫的判斷，再
加上因時因地因人的中醫治療手段，才能把病人
服務得更好。中醫研究的人很辛苦，必須要了解
所有的中醫文獻。古今中醫文獻很多，而文獻研
究是中醫醫療實踐、中醫研究的重要環節，因此
中醫研究是最需要付出更多時間的。」

浸潤中醫：
汲取智慧以引導生活

呂教授出生在江西省都昌縣，他的家鄉至今仍
未擺脫貧困。童年時，因為村裡沒有電，想挑燈
夜讀都是件奢侈的事情。就是在那樣艱苦的條件
下，熱愛讀書的他成為鄉裡（時稱公社）同齡人
中走出的三個大學生之一。談到讀書的體會，呂
教授說一路走來，他讀書的習慣變化很大。
「我中學以前沒讀過一本小說，因為地處偏僻，

根本沒有小說看；大學時候，也沒讀過一本小說，
因為我想把時間用來學專業；研究生時，依然沒有
讀過小說，因為要把更多的時間用來學外語。工作
以後，除讀專業書籍外，讀的都是人物傳記和管理
方面的書。我曾給自己下命令，每年要讀五十本小
冊子。讀書對自己長進很大，包括人生觀的改變；
現在我更願意看文化哲學的書。」
「中醫有文化的屬性，中醫與陰陽五行和人文

哲學有關；醫學是跟人打交道的，人的複雜性決
定了不能單純依靠科學來解決所有問題。一旦有
人的健康問題、人的生命介入，你一定要在生物
學之外，想很多人文的、哲學的問題。」
呂教授閒時喜歡書法、愛打網球，動靜相宜之

餘更鍾意喝茶。「我每天喝很多的茶，再晚到家
都要泡杯茶」。他更將中醫理論融合茶道，因應季
節與身體的不同狀況，選擇喝不同種類的茶。
他很慶幸自己選擇了中醫，「中醫不僅是一門

智慧的學問，更是一種生活方式。」
的確，在中醫智慧中浸潤多年的他，更得到了

一種健康平衡的生活。正如在我們面前的他——
如一塊溫潤的玉，瑩澤純粹，有品質、不張

揚。

2012
年8月14日，行政長官宣佈特區政府決定成立「中醫藥發
展委員會」及設立委員會籌備小組，由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擔任小組主席。在委員會籌備小組中，有一位話語不多，卻
在中國中醫藥界極負盛譽的學者，他是今年2月剛剛履新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藥學院院長的呂愛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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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無法選擇家鄉的貧富，卻可以選
擇讀書改變命運；

他無法選擇「而立剛過」便佇立中
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所的
潮頭，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所長之一，
卻可以選擇「不惑之前」決絕轉身，
勇闖企業，服務社群；

中國中醫藥診治標準化的領軍人
物、類風濕關節炎的中醫治療研究專
家、全國政協委員⋯⋯

卸下所有社會賦予的華麗光環，他
選擇悄然轉身，成為「港漂」一員；

「有些事無法選擇，有些事卻可以
選擇」；

為了中醫夢想，跟㠥動力向前；

他是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
呂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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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愛平教授參加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雷生春堂中醫藥診所開

幕典禮。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
呂
愛
平
教
授
喜
歡
寫
書
法
、
打
網

球
，
亦
靜
亦
動
，
相
得
益
彰
。

為
中
醫
夢
想
華
麗
轉
身

緣定香港：
只為中醫的一個夢想

2月3日，呂愛平教授從春寒料峭的北京飛抵溫潤潮濕的香港。儘管
他對香港並不陌生，但這一次浸大履新，卻是一個全新的開始。這一
次，他不再是一個來去匆匆的訪客，而是一所高校知名學院的掌舵
人。
上任不到一個月，他便迅速捕捉到浸大中醫藥學院的「靈魂」——

高效、精幹、速度。「從教學、研究到臨床，中醫藥學院有一支非常
精幹的隊伍，團隊所做的各種事情效率非常高。浸大中醫藥學院成立
僅僅十多年的時間能夠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速度驚人，也非常不容
易。」
呂教授來自中國規模最大、科研實力雄厚的中國中醫科學院，這是

一家直屬於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集科研、醫療、教學於一體的綜合性
科研機構。呂教授1984年開始在這裡讀研究生，1987年畢業便留在中
醫基礎理論研究所工作，直到1999年擔任基礎理論研究所所長，2006
年擔任臨床基礎醫學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為何呂教授會在閱盡不惑、
而屆知天命之年，告別這個記載了他近三十年奮鬥足印的地方，選擇
了浸大、選擇了香港？
「我個人有一個很重要的夢想，很想做中醫的一個創造性的工

作，把中醫個體化診斷、辯證診斷的概念融合到整個醫學的體系中
來，形成一個新的醫學診斷概念，這個概念將會導致整個治療的革
命，這也是中醫對醫學未來發展最好的貢獻。要實現這一點，香港
是一個好平台。香港的優勢在於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有中西文
化、中西科學的交融。雖然從傳統意義上來說，中醫是內地土生土
長的，內地這麼多年在工作基礎、資源上來說比較豐富，但是只有
運用香港和內地的資源整合、融合，才能更快、更好地實現中醫對
未來醫學革命性的貢獻。」
「浸大中醫藥學院現在所做的很多事情和我的中醫理念非常契合，

浸大有很好的技術平台，很好的臨床經驗，很好的中醫藥背景，更具
有國際學術眼光，我相信在這裡會做出更好的研究。」

把脈浸大：
確立學院發展方向

談到對浸大中醫藥學院的定位，呂教授說：「目前的形勢下，缺少基礎
扎實的、系統的現代中醫藥研究領頭單位，我定位浸大中醫藥學院應該是
一個在中醫藥研究方面起引領作用的、國際一流的機構。浸大中醫藥學院
必須把中藥標準化、中醫藥國際化、全球化作為主要前景。」
「通過我們的努力把中醫藥診療體系納入到香港的醫療體系，能更

好地服務香港廣大患者；通過我們的工作，促進中醫和西醫的交流融
合，真正成為具有我們國家、我們中華民族特色的新醫藥學。中醫和
西醫的融合是未來前進的方向。」
早在兩年前，浸大校長陳新滋上任之初，便提出將設立中醫教學醫

院作為浸大未來發展計劃的一項重點，而今籌建中醫教學醫院也成為
呂教授工作的重中之重。呂教授說，非常欣喜地看到特區政府對本港
發展中醫、興建中醫院給予的支持與推動。「建立中醫院不僅對浸大
中醫藥學院的教學、醫療、科研工作十分重要，同時，也對香港醫療
體系增添中醫住院、中西醫結合醫療服務，具有里程碑意義。目前，
學院正在繼續細化醫院運行的技術細節。」


